
产业赋能，探路“点绿成金” 

山东国企助力脱贫攻坚报道特刊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 黄寿赓 2020 年 4 月 16日报道 

 

在响亮的掌声中，由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山东国投）注资参与的东明县旺马生态农业发展专业

合作社揭牌成立。该合作社以猕猴桃种植为主业，建成后将



成为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猕猴桃生产基地，明年盛果期后，年

产值可达到 300万元以上。 

  记者注意到，在助力脱贫攻坚的战役中，以山东国投、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山东重工）、华鲁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华鲁集团）等为代表的省属企业充分发现帮扶

对象自有优势，因地制宜助力上马包括生态农业合作社在内

的多种产业，并积极拥抱互联网，助力村民脱贫增收。 

  【国企注资】马坊村建起农业合作社 

  作为菏泽市第一家按照自主、自愿、平等、民主、互利

的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服务、民主管理的

“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的新型农村股份经济组

织，2019年 12月 10 日成立的旺马生态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吸引了众多关注，在合作社成立的过程中，山东国投派驻东

明县马头镇马坊村第一书记牛凯功不可没。 

  记者了解到，牛凯在去年 4月份被派驻到马坊村任第一

书记，驻村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调研，最终与村民议定了党

支部引领建设合作社的产业扶贫模式，具体发展以猕猴桃种

植为主的小型田园综合体产业。随后，在山东国投 60 万元帮

扶资金的帮助下，旺马生态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带动吸收马

坊村农户 46 户出资入股 34万元，占总股份的 36%。 

  “合作社成立后流转土地 220 亩，目前猕猴桃种植面积

100 亩，建成后将成为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牛凯告诉记者，“合作社还引进皇尊蜜梨品种种植面积 55亩，

本地优质果树玉皇李子种植面积 25 亩，同时，充分利用废弃

坑塘建设 3亩观赏锦鲤养殖池一处，建设生态渔业循环养殖。” 

  对于后续发展，牛凯表示，目前合作社产业基地建设正

有序推进，拟在两年内申请猕猴桃、皇尊蜜梨和玉皇李子“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认证，产品销售逐步走向省外市

场。 

  【因地制宜】农业合作社遍地开花 

  记者了解到，在产业扶贫中，建立合作社是当前较常见

的扶贫模式，在省属企业助力脱贫攻坚的战役中，不少企业

都帮助农村建立起了合作社。 

  山东省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再担保集团）

在助力临沂市费县大花园村脱贫攻坚中，利用 80 万元扶贫

专项资金，成立费县健之源中药材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 340

亩中药材。丹参项目销售利润 70%用于贫困户分红，30%用于

村集体增收。 

  2018年，大花园村继续扩大种植规模，采取“合作社加

农户”的方式进行承包种植，即合作社承包给有管理能力的

大户种植（每户不低于 100亩）和发展零散户种植相结合的

方式。在合作社效应带动下，2/5 的村民参与到丹参种植中

来，种植面积超过 400亩，种植丹参长势良好，每亩收益近

2000元，远远高于传统农作物。大花园村的丹参种植实践也



影响带动了周边的村镇，逐步开始发展起成规模的丹参种植

产业。 

  山东重工在对小槲疃村进行帮扶的过程中，帮助成立了

济南市南山区众邦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营，实

现销售收入 99.18 万元，实现了经济效益 15.19万元。在对

王元气村帮扶的过程中，山东重工派驻的“第一书记”黄栋

梁引导强龙蔬菜合作社走上正轨，年营业收入超过 100万元，

盈利能力和为百姓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多元发展】产业扶贫提质增速 

  除去建立各种农村合作社，山东国资国企系统在扶贫过

程中因地制宜上马多种扶贫项目。 

  山东再担保集团帮助大花园村成功将丹参种植“第一把

火”烧起之后，又立足当地种植红薯的生产习惯，筹集扶贫

资金加外部投资共计 130 万元，建设红薯加工厂一处。发展

蜜薯条加工项目，引进新地瓜品种，形成了育苗、种植、收

购、储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解决了近 30

名贫困户就业问题，每年发放用工工资 40万元左右，为村集

体增收近 5.4万元。 

  华鲁集团在项目帮扶方面更具创新之处。据了解，华鲁

集团通过山东省扶贫开发基金会，提出了“小菜园助推微扶

贫”“挖掘太祖洪拳文化”“芝麻糖甜向远方”“黑果花楸



种下希望”四个扶贫创客项目，通过网上成功募集资金 43万

余元，主要用于带领贫困户精准脱贫。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华鲁集团累计完成投资 2661 万

元，三个帮包村共计 1605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两年来

新增集体收入 60万元。 

  山东重工则在历年的产业扶贫工作中，先后为帮扶对象

建立了包括高标准蔬菜大棚、羊奶厂、莲藕产业园、百亩核

桃园等在内的 13个村支柱产业，经过扶贫攻坚，村集体平均

增收 51万元，村民（贫困户）人年均收入（增收）2500 元，

实现 644 户 1367人脱贫。 

  【拥抱电商】致富驶上“快车道” 

  记者注意到，为了快速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山东国资

国企系统扶贫过程中，除了因地制宜设立多种扶贫项目外，

互联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山东再担保集团驻大花园村第一书记孟现新在谈及扶

贫时表示，“互联网可以将农村与外面的世界对接，引导农

民结合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改变思维观念的同时，也使每一

份耕耘都能取得更大收获。”记者了解到，孟现新在驻村过

程中，通过“四联八建”项目为大花园村申报电商项目一处，

以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把“推进‘互联网+’现代

农业行动”与脱贫致富有机结合，摆脱粗放思维，着眼于贫

困户的实际困难，极大地改善了大花园村经济发展环境。 



  与孟现新类似，山东重工驻王元气村第一书记黄栋梁也

深谙电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驻村过程中，通过

大力实施“电商平台+中国重汽特色扶贫小院、有机肥产业项

目、有机活性盆栽蔬菜项目、生态旅游项目”等方式，带领

王元气村全体村民通过“绿色高端有机蔬菜种植”实现村集

体的新发展。 

  据介绍，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积极争取各方支持，自

驾行驶超过 4万公里，协调帮扶资金 86万元、社会资金 50

多万元，建设完成了“王元气放心菜”“简素有机生活

馆”等两个电商网络平台，笠夫家庭农场也完成注册，田

园综合体初步建设完成。 


